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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 涵文 李明放图

“新乡市地处河南省北部，
北依太行、南临黄河，与省会郑
州市隔河相望,是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
应用示范城市……这里历史文
化厚重、交通区位优越、产业基
础较好、科教优势明显、旅游资
源丰富、先进人物众多。”说起
新乡诸多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和人文优势，新乡市副市长、民
进新乡市委主委李瑞霞如数家
珍、妙语连珠，娴静清丽的面庞
上不时漾起自信的微笑。

作为分管文化旅游等大健
康工作的副市长，李瑞霞首先介
绍了新乡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
旅游资源：“鸣条之战夏亡商替、
牧野大战商灭周兴、陈桥兵变大
宋奠基……新乡自古以来就是
革故鼎新、英才辈出之地，隋开
皇六年设置新乡县，至今已有
1400多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初
期，新乡曾为平原省省会。在旅
游资源方面，以八里沟、宝泉、万
仙山等为代表的南太行山水景
观和以百泉、潞王陵、比干庙等
为代表的人文景观交相辉映。
更为难得的是，黄河流经新乡
170公里，形成了风景优美的滩
区湿地景观。目前，新乡市已拥
有国家5A级景区1家、国家4A
级景区9家。”

谈起如何把新乡建成一座
和谐发展的健康之城，及近一
年来奋力开创健康新乡新局面
的工作举措，李瑞霞感慨颇多：
一年来，新乡市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
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贯彻河南省卫生健康大
会精神，全面落实健康中原、健
康新乡的工作部署，着力提升
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奋
力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

其一，超前谋划，高标准部
署健康新乡行动。第一时间成
立健康新乡行动推进委员会，
由市政府主管市长任主任，市
政府副秘书长及重点责任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任副主任，45个
成员单位分管领导任成员；委
员会下设办公室为临时常设机
构，办公室主任由市卫生健康
委分管领导担任，精选6名责
任心强、懂专业的同志承担日
常工作，统筹推进健康新乡行
动的组织实施，为全面推进健
康新乡行动工作提供了坚实的
组织保障；印发了《新乡市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推进健康新乡
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
件，明确健康新乡行动的目标
任务、责任分工、工作要求等；
利用党校培训等高层培训机
会，解读“将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
使新健康观融入领导的治理
体系、治理能力和新发展理
念，确保健康新乡行动各项工
作落实、落细、落地。

其二，通力配合，全方位推
进健康新乡行动。明确把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将健康新乡工作列入重要
议事日程，实行“ 一把手”负责
制，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将健
康政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个
领域，夯实基层工作网底；充分
利用部门合作平台开展监测和
评估，建立专家队伍，确定健康
影响评价所需要的数据、方法

和证据，广泛收集相关信息，定
期进行分析、评估对当地居民
健康的影响；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健
康新乡行动事事有人抓、件件
有人管，在常态长效上下功夫，
推动健康新乡行动的无缝隙、
全覆盖。

其三，强基固本，全周期实
施健康新乡行动，逐步建立全
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市妇
幼保健院启动三级妇幼保健院
执业评审，16家医疗机构通过
省级验收，荣获国家爱婴医院
称号，24所乡镇卫生院和577
个村卫生室均达到省级示范单
位标准；实施农村妇女“两癌”
筛查、孕前和孕早期补服叶酸
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出
生缺陷预防体系不断完善；全
市 6岁以下儿童疫苗接种率
达到国家免疫规划要求，安全
注射率保持100%，乙、丙类传
染病发病率均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针对人口老龄化，全市建

立19个医养结合试点，确立了
2个市级安宁疗护试点；切实
解决空气、土壤、水、污染等影
响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从源
头上控制疾病发展与传播；成
立了新乡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多部门参
与的专家工作组，组建了由61
名队员组成的新乡市心理危机
干预救援队伍，开展24小时不
间断心理援助线上服务。

大力推动“一中心三园区”
建设，把“大健康产业研发中
心、南太行智慧健康产业园区、
平原医疗健康产业园区、沿黄
生态养生健康产业园”列入重
点项目。

其四，履职尽责，全社会融
入健康新乡行动。各职能部门
切实承担起健康责任，扎实推
进健康新乡并取得明显成效。
市场监管部门制定了任务分解
表和工作台帐，建立健全各级
营养相关专业工作机构，落实
国家卫生健康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计划，做好全市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工作，做好居民营养状
况及合理膳食相关数据指标的
监测调查和人群食物消费状况
监测；主动公布日常办理的食
品安全典型案例，提高食品安
全防范能力，保障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加强青少年控烟工
作，加快培育青少年无烟文
化。体育部门围绕全民健身

“六个身边”工程，加大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建设力度，采购了
106套农民体育健身工程、225
套全民健身路径工程、11套智
能全民健身路径工程等健身设
施，实现了全市行政村、乡镇、
社区体育健身工程全覆盖，完
成了城区社区15分钟健身圈
建设。市政协设立了健康新乡
微信群,大力宣传健康新乡行
动,加强政策解读,营造良好社
会氛围。

“2020年中国民族建筑研
究会宜居城市与城乡治理专业
委员会通过对399个具有很高
自由选择能力的研究样本对居
住城市的选择行为分析，计算
出上榜城市的宜居宜业指数，
新乡市为入选城市。”李瑞霞欣
慰地表示，目前，新乡市在建设
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服
务、健康文化等领域均取得明
显成效，人群健康水平优于全
国平均水平，许多人群健康指
标超过国家2020年目标。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新乡之新，在于常新。”
李瑞霞强调，勠力同心谋发展、
奋楫扬帆再启航。新乡全市将
以健康中国、健康中原战略为
指引，奏响新时代的健康宣言，
全力打造健康新乡，把新乡建
成一座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
谐发展的健康之城。

勠力同心打造和谐发展的健康之城勠力同心打造和谐发展的健康之城
——访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李瑞霞

寿仙谷始创于1909年的
“寿仙谷药号”，位于有着“温泉
之城”“全球绿色城市”称号的
养生福地——浙江省武义县，

历经110多年的传承和发
展，从中华老字号、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
位，蝶变成一家综合性现
代中药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并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在上交所主板鸣锣上
市，成为中国灵芝、铁皮石
斛行业第一股。

关于寿仙谷的传承
秘诀，寿仙谷药业董事长
李明焱这么说：“做药是
一个积德的产业，需要尽

最大努力去做，既要在技艺上
不断精进，更要坚守至诚的品
德。中药一代一代传承，随着
时代变革、需求变化，把时代

进步的内核和民族的需求结
合在一起，在坚守中药理论和
原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直至
符合当下需求，从而实现不断
传承。”

说到管理上市企业，李明
焱直言，作为一个科研人员，
做企业的确存在一定挑战，既
然时代将自己推向了做企业
的位置，这就是一种社会责
任，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精做强”。

在过去百余年中，寿仙谷
主导和参与制定中医药标准
79项，其中国际标准4项，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
体标准75项，堪称灵芝及铁皮

石斛行业的“标准专业户”。
对此，李明焱表示，现代中

医药和传统中医药有所区别，
如今的中医药更重“产业化”，
通过一道道程序严格把关，从
指导工人加工、到仓储运输、再
到市场终端，每个环节都需建
立严格标准，达到引领行业的
水平，才能更好地掌握行业话
语权。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
面小康。健康产业作为一种新
兴服务业，具有巨大发展潜
力。预计2020年底，我国健康
服务业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
占 GDP 比 重 6.5% ，而 美 国
2009年已达到17.6%。

大健康产业乘势而起，但
好的产品仍然稀缺。要解决这
个问题，一方面要发现药效好
的中药品种，深入研究生物学
特性和成份分析；另一方面，要
进行产品开发，从药品、保健品
到食品进行全覆盖。而寿仙谷
恰恰是该领域的佼佼者，担起
行业发展重任责无旁贷。

寿仙谷将会更加努力勤
奋地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工
作，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的精
华，积极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
国际化，坚持以安全、高效的
中药产品为载体，让科技创新
成为中医药产业发展的不竭
动力。

李明焱李明焱：：用用““标准标准””坚守坚守 用用““创新创新””传承传承

产业观察

寿仙谷董事长李明焱介绍企

业研发的产品。

新乡市副市长、民进新乡市委主委李瑞霞。

■徐子贵文图


